
2023年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
活动教案(大全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方案的制定需要考
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
等，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活动教案篇一

1、 使学生知道科学这门学科的学习内容和自己平时所经历
的科学过程。

2、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推理归纳能力。

3、 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

【教学重难点】

1、重点是使学生知道科学就是研究事物的规律的。

2、推理归纳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是难点

【教学准备】

1、 实验材料。按课文要求准备。

2、 挂图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要点】

1、让学生懂得要进入科学领域必须从自己开始。

2、让学生对自己的外表、特征有所了解。

3、学会使用测量工具和记录数字。

【教学过程】

一、引入活动

1、通过插图提出问题，产生好奇心。

图片与插图相结合;口头与教材相结合。

2、通过演示提出问题，产生好奇心。

简单易做的小实验，观察实验现象，提问题，不解释为什么。

3、参考实验：挂物体吸盘、空气占据空间。

4、通过观察提出问题，产生好奇心。

5、关于电视提问题，可安排小组讨论。

注意：让学生提问题，首先让学生有问题，其次能够提出问
题，要给出时间、机会。本活动的重点是提出问题的训练，
而不是问题的训练。

二、体验活动

1、提现成问题“向两片纸中间吹气，猜一猜会发生什么现



象?”

2、让学生自己填写“我认为”。

3、两人一组体验，交换角色体验。

4、填写观察到的现象。

5、填写我的解释。

6、交流我的解释。

三、小结：

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科学上要解释清楚的问题。这
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课题。只要我们努力学习积极
探索，科学这一门学科将会学得更好，同学们一定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性。

注意：重点是唤起学生的探究兴趣，不要纠缠学生答案的对
与错。

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活动教案篇二

教学目的：

1、通过相互交流了解认识一些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特点。

2、通过调查活动了解当地的野生生物的生存状况和保护情况。

3、增强对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野生生物的保护意识。

教学重点：知道一些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特点。

教学难点：让学生意识到对自然环境条件下的野生生物的保



护。

教学准备：活动手册、红树林、丹顶鹤、藏羚羊等野生生物
的图片或影视资料、当地野生生物的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你们知道哪些野生的动物或植物?”

“动物园的老虎算野生动物吗?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受人干扰
少的生物才算野生生物。”

二、探究过程

1、介绍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1)了解《野生动物保_和自然保护区的规定。

(2)交流介绍自己知道的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

(包括红树林、丹顶鹤、藏羚羊等野生生物。红树林并不是红
颜色的树林，它是一种稀有的木本植物，生长于陆地与海洋
交界带的滩涂上，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作为当
今海岸湿地生态系统的木本植物，红树林起到海岸森林脊梁
的作用。红树林是海洋生物食物链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食
物链转换，它可以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

(3)写出保护野生生物的理由。

(4)小组交流。

2、调查当地的野生生物。



讨论野生生物当前的保护状况及在野生生物的保护上我们应
该做些什么?

3、小结。

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活动教案篇三

揭示课题：寻找时间的痕迹

二、探究过程

1、能够记录自己生长过程的生物。

(1)请学生介绍记录时间的事物。

2、寻找时间的痕迹。

(1)时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能不能从你周围的事物中寻找
时间留下的痕迹?

(2)小组讨论时间在哪些地方留下了痕迹，利用学生带来的物
品，全班汇报。

(3)参观学校(或教室)并记录时间在学校(或教室)留下的痕迹。

(4)交流并谈谈自己的感受。

3、小结。

三、板书设计

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活动教案篇四

生：黑色塑料袋。



师：不打开袋子，你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生：不知道。

师：想一想，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这个袋里装的是什么?

生：可以用手摸。

生：用鼻子闻也应该可以。

生：我觉得还可以用舌头尝。

师：真聪明，如果老师现在就让你来确定这个袋子是什么的
话，你会怎么做?

生：先用手摸。

师：你为什么先选用用手摸这种方法?

生：我觉得比较简单。

师：可不可以先用鼻子闻或用舌头尝?

(学生自主的发生辩论)

师：对，不明的东西不能随便闻、随便尝，我们要注意安全。

师：我们每个组也有一个装有不明物的黑袋子，请小组长从
实验桌中取出来，组织小组同学闭上眼睛，用你们刚才想的
方法试试。

(小组成员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闭眼摸物活动)

师：刚才同学们活动进行得非常认真，值得表扬。谁来说说
你用手摸准了哪些物体?



第2组：我们刚才用手一下子就摸出了荔枝，因为我们感觉到
荔枝比较小，而且表面很粗糙，。

生：还可以用鼻子闻。

(小组闭眼闻物活动)

师：闻到了什么?

第5组：我们这个组的小华特别喜欢吃苹果，一下子就闻出了
苹果的味道。

(其余各组各抒己见)

师：你的鼻子真灵敏。在用鼻子闻不清楚的物体时，鼻子离
物应该远一点，用手扇一扇，然后慢慢的吸气。

师：还有一些通过手和鼻子不能准确感知的，怎么办呢?

生：还有一种方法可选用，那就是用嘴尝味道。

师：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尝的。不
过，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干净、安全的东西，你们可以放心
尝。

(小组闭眼捏鼻尝物活动)

师：尝出了什么味道?是用牙齿、嘴唇尝的吗?

第12组：跟第2组和第5组一样，我们也是先确准了两种，我
们刚才用舌头尝出了梨子的味道。

师：哦，你们真棒，把袋子里的物体全认出来了。



小学科学活动方案经典实用科学活动教案篇五

教学目的：

1、通过讨论、分析活动，认识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联系——食
物链。

2、通过画、找食物链，认识食物网，意识到食物网反映了群
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间复杂的食物能量交换关系。

3、经历讨论分析的活动过程，提高归纳综合的思维能力，注
意在讨论分析活动中及时吸收别人的学习成果。

教学重点：掌握蔷薇花丛的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

教学难点：理解食物网所反映群落和生态系统中动植物间的
关系。

教学准备：学生活动手册。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谁能说说蔷薇花丛里的小动物们吃些什么?

二、探究过程

1、讨论：它们谁吃谁?

(1)动植物之间有着怎样的食物关系?

(2)用简单的文字和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食物关系。

树叶蚯蚓鸟



(3)分析这条食物关系，认识食物链，认识生产者和消费者。

(4)找出蔷薇花丛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食物链，写在活动手
册上。

2、水田里的食物网。

(1)看看水田里有哪些生物，你们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

(2)阅读竹林村的同学们写的观察报告。

(3)对照报告，看看他们记录的食物链。

(4)有没有他们没观察记录到的食物链?请补充记录在图中。

(5)回过头整体看一看水田里的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你们有
什么发现?

(6)认识食物网。像这种错综复杂成网状的食物链就组成了一
个食物网。

3、扩展与思考。

(1)出示一组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态系统，让学生找出其中的食
物链和食物网。

(2)让学生们观察身边的群落，画出一个食物网。

4、小结。

三、板书设计


